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出通知，内蒙古全区初三、高三年级将在 3月 30 日开学复课。呼和浩特市各中学提前

部署，通过设置疫情防控办公室、隔离区、定时消杀、贮备防疫物资等工作，积极准备开学事宜。图为呼和浩特市第三十

五中学工作人员在教室内消毒。 连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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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疫苗 预防疾病
兴安盟发起脱贫
“百日攻坚”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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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鄂温克人的“幸福花”

冷清了一个多月后，这几天内蒙古

常盛制药有限公司大门口热闹起来，红

色、白色、蓝色的重卡进进出出，运进淀

粉乳等制药原料，运出阿莫西林、氨芐

西林等原料药。从上游加工企业加工淀

粉乳等原材料，到常盛制药公司生产原

料药，再到下游制药企业生产成品药，

随着全产业复工复产，一整条制药产业

链“满血复活”。

截至 3月 17 日 7 时，内蒙古自治

区已连续 27 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在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内蒙

古分区、分级精准施策，加强上下游产

销对接，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复工复产。

大中小企业串珠成线，连线成网，高质

量复工复产让内蒙古经济加速回暖。

晌午，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南火盘

村的玉米脱粒机仍嗒嗒嗒响个不停，粮

贩们开着车在村里收购玉米，脱成粒之

后销往周边的玉米加工厂。位于托克托

县工业园区的内蒙古融成玉米开发有

限公司里，一头是玉米粒从卡车上倾泻

而下，一头是玉米粒经过管道和机器加

工成了淀粉和淀粉乳。随着淀粉乳运抵

同在工业园区的常盛制药公司，流水线

开足马力生产，一箱箱原料药被打包

好，发往河北等地。

“尽管疫情期间没停产，但受上游

原材料供应企业和下游成品药制药企

业停产、减产等影响，公司的产能一度

降低了 30%。”内蒙古常盛制药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张鸿宾说，“随着近期

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复产，整条制药产

业链被打通，公司产能几乎恢复到了正

常水平。”他介绍，公司生产的原料药

40%出口美国、印度等国家，60%运往上

级公司和销往国内药企生产成品药，随

着公司满负荷运转，上下游企业产能也

大幅提高。

为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复工复产，尽

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内蒙古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增设了推进

复工复产工作组，工作组由自治区发展

改革委牵头，成员单位包括自治区工信

厅、农牧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等部

门，综合协调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研究

制订相关配套政策，全力推动高质量复

工复产。

这几天，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大

大小小的煤矿企业马达轰鸣，滚滚黑金

在皮带的输送下，装入运煤列车，驶往

内蒙古多地及全国。内蒙古优先支持重

点行业，让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的企

业先转起来，继而疏通中小企业的“毛

细血管”配套复工。伊金霍洛旗是国家

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之一，连日来当地

积极协助煤矿、化工等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保障下游产业及企业所需用煤需

求。

“在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大

前提下，我们以最快速度帮助 35座煤

矿实现复工复产，煤炭日平均产销量达

到去年同期的 91%。为保障全国疫情防

控期间电厂、煤化工企业及下游港口用

煤需求提供了充足的优质煤炭。”伊金

霍洛旗能源局党组成员聂利军说。

在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6 个高达百米的巨大凉水

塔不停向上冒着热气，新生产出来的电

能源源不断地输往京津唐地区。由于近

期煤炭实现正常供应，公司目前已具备

满负荷发电能力。“火力发电厂没了煤

可不行，上游煤炭企业复工复产，解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公司总经理张茂清

说，“随着我们满负荷产电，又为所有用

电企业提供了复工复产的强大动能。”

物流运输是全产业链中的连接器

和粘合剂，复工复产中，内蒙古着力畅

通产业链供应链，疏通物流运输堵点，

多措并举解决人员流动、原材料及产品

运输问题。同时，在畅通物流的基础上，

内蒙古着力帮助各行业龙头企业率先

复工复产，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以大带

小、上下联动，推动全产业链环环相扣

复工复产。

在蒙牛乳业（乌兰浩特）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线上一瓶瓶蓝瓶的纯甄、白

壳的特仑苏经机器快速装箱，被装车运

往南方城市。公司总经理陈志强说，蒙

牛上游连着众多奶农，下游连着众多经

销商，疫情期间因物流受限曾一度导致

公司不得已喷奶成粉。“乌兰浩特市工

信局得知后，立即多方联系，帮助我们

公司办理了车辆通行证、物流人员通行

证，使牛奶得以在全国流通，保障了企

业利益。”他说。

日前，内蒙古下发《关于有序推进

服务业企业(单位)复工复产的通知》，要

求各地严格落实各方责任，为服务业企

业复工复产多清障、少设障、善保障。随

着餐饮、购物、住宿等行业逐步复工复

产，消费需求逐渐释放，内蒙古经济社

会发展将摁下“快进键”。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李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明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自治

区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当月止，对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住

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旅游（包括旅行社及相关服

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等行业的中小企业，免征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公告》指出，除上述行业外，其他行业的中小企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重大影响，缴纳房产税确有困难的，可向盟行政

公署、市政府提出减免税申请，由盟行政公署、市

政府汇总后统一报请自治区政府批准；缴纳城镇土

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按《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

减免管理办法》，向旗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提出减免

税申请，由旗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核准减免。明确提

出，相关行业认定标准，按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执行；中小企业认定标准，按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执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解除日期，按照国家和自

治区规定执行。

《公告》进一步明确，纳税人防疫期间办理业务时，

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网站公布的

网上办税事项清单，尽量选择“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办

理，减少现场人工办理次数，最大程度降低交叉感染的

风险。3月 22日，内蒙古 165 家旅游星级

饭店恢复对外营业，1.213 万家公共文化

场所、136 家旅游景区恢复对外开放，复

工 率 分 别 达 到 63.71% 、80.51% 和

28.75%，其中旅游星级饭店、公共文化场

所复工率达到六成以上。

自 3月 16日自治区政府决定将全区

103个旗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全部调

整为低风险以来，内蒙古文化和旅游战线

准确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变化，因时

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精准有

序推动文化和旅游行业复工复产。

3月 22 日，自治区文旅厅下发《关于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文化旅游发展的通

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务必抓好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决不能让来之

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发生逆转，

并积极推动文化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

店等文化和旅游企业复工复产，努力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持续开展

“内蒙古人游内蒙古”活动、鼓励建设集文

创商店、特色书店、文化娱乐场所等多种

业态的消费聚集地，把文化消费嵌入各类

消费场所，依托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打

造群众身边的文化消费网点。鼓励依法依

规对传统演出场所和博物馆进行设施改

造提升，合理配套餐饮区、观众休息区、文

创产品展示售卖区，营造更优质的消费环

境。加快推进“互联网 +旅游”，强化智慧

景区建设，实现实时监测、科学引导、智慧

服务。集中开发一批常态化、特色化夜间

文旅体验项目，优化文化和旅游场所的夜

间餐饮、购物、演艺等服务，不断繁荣假日

和夜间经济。 赵曦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截至 3月 8 日，

巴彦淖尔市小麦已播种 6.6 万亩。

目前，全区各类春耕物资调储充足，墒情有利，春播

生产自西向东陆续展开。据农情监测调度显示，预计今

年全区农作物总播保持在 1.3 亿亩，粮食作物稳定在 1

亿亩左右；春耕生产玉米种子供应量 11.5 万吨左右，已

储备近 70%，大豆、马铃薯、小麦等作物种子储备充足，

能够满足生产用种需求；化肥、农膜、农药正在陆续调运

中，接近常年同期水平，总体供应充足；全区春耕期间预

计投入各类农机具 310 万台（套）以上，目前已检修近

60%，正加快检修陆续投入春耕生产。 袁溪

努力打通全产业链———
内蒙古推进高质量复工复产见闻

内蒙古旅游星级饭店
和公共文化场所
复工率达六成以上

内蒙古全区春播生产陆续展开

3 月 22 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呼和浩特市

清·和硕恪靖公主府、昭君博物院等文化场馆纷纷宣布

恢复开放。当日，记者走访了包括新华书店在内的多家

文化场馆，发现已经开放的场馆，均采取严格防疫措施，

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全力保障群众的安全。

位于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的新华书店，3月 17日就

开始开门迎客。每 2个小时对营业场所、卫生间、读者休

息区等重点部位无死角消毒；屋内顶部悬挂的缓释型消

毒剂，可通过缓释剂作用持续不断地向空气中释放二氧

化氯进行杀菌；除了正常的检测登记，还在出口处设置

了消毒柜对商品进行消毒。进店看书的读者们都戴着口

罩，纷纷表示宅家抗疫多日，来书店看看书心情特别好。

昭君博物院恢复开放第一天对票价进行了半价优

惠，一天下来参观人数达 153人。博物院配备了无接触

式测温设备、设置了隔离室、储备了应急防疫物资、增加

了各场馆消杀和通风次数，力求打出“组合拳”最大程度

保护广大参观者和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昭君博

物院院长武高明告诉记者：“闭馆期间，我们进行了全区

首场 5G文旅直播活动，收获全国各地游客点赞，接下来

还将陆续推出‘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将军衙署’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乌兰夫光辉的一生’

等系列 5G直播活动”。

在清·和硕恪靖公主府门口，开放公告里对特殊时

期的开放进行了细致明确的规定：身份证实名登记，参

观人数上限 500 人，暂停团队预约，不提供人工讲解

……记者留意到，为了在特殊时期保障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各家文化场馆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从细节

入手织牢安全保障网。

据《内蒙古日报》

内蒙古出台政策减免疫情期间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文化场馆
从细节入手织牢安全网


